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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
造成严重冲击，打赢全球防疫战
仍任重道远。当前，稳住经济基
本盘，既是保障民生、恢复经济
增长、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
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
价值链上实现“产业跃迁”、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市政协委员程勇跃认为，在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常态下，需要以非常之策应

“非常之变”，推动以“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涵的新
经济高质量发展。

程勇跃建议，要以技术创新
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
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启动大规
模新基建，建设和形成数字转
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
的基础设施体系。通过财政、
税收等政策支持，培育新型消
费、促进升级消费，从金融、监

管等方面加以帮扶引导，助力
新消费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
带来持续动力，实现新消费扩
大内需的作用。以新产业形成
新经济增长极，支持数字经济
创业，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通过
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技术和新科
技领域的突破，抢占世界前沿
科技创新高地和产业链、价值
链高端。

规划建设
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

打造国家级中医药研究中心
市政协委员张勤生认为，郑州

作为省会城市，中医药研究资源丰
富，建议相关部门在中医药产业布
局、基础研究、研发平台、科研立项
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在现代中医
药协同创新研究方面开辟绿色通
道，把郑州打造成国家级中医药研
究中心。

为增加市民对中医药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市政协委员黄万新建
议在郑州规划建设中医药文化主
题公园。园内可规划建设健身活
动区域、生态草药园、中医药科普
实践基地等，园内栽培具有一定观
赏价值的中药材，定期开展太极
拳、少林拳、八段锦等传统健身项
目培训，打造集药用植物栽培、中
医药文化展示、科普、学术交流、游
玩休闲为一体的主题公园，让市民
在观光休闲运动之余，可以充分了
解中医药文化、中草药知识，提升
城市宜居性，增加市民幸福感。

多部门合力推进戏曲文化教育
市政协委员阴志勇认为，戏曲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豫
剧更是河南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和
标志性符号，建议郑州全面系统
部署戏曲文化教育，在政府层面
研究出台相应文件，加强对戏曲
文化教育的系统部署，及时对相
关学校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加
大对戏曲文化的投入；教育、宣
传、文化等部门应该合力开展专项
调研，为加快推动郑州戏曲文化繁
荣发展打好基础。

市政协委员于珊认为，作为禹
都故里，郑州在大禹文化的挖掘和
宣传方面做的还不够，建议积极将
大禹文化融入沿黄文化旅游带，高
规格高起点建设大禹文化公园，以
大禹文化赋能黄河文化主地标城
市建设，结合少林功夫，打造一文
一武、文武兼备的文化旅游名片，
为郑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打造郑
州独特的地理标识和文化符号注
入新的文化内涵。

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适龄人口生育积极性咋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阻碍亟待突破、
夜经济做大做强下一步怎么走……围绕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建言资政，给出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聂春洁 李爱琴 张玉东

打好“文化牌”让夜经济提档升级
开放黄河历史文化、商都历史文化等景点夜间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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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夜经济逐步成为拉
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如
何提升夜经济档次，不断做大做
强，将其打造成促进我市经济发
展的新着力点？

市政协委员王鹏建议，增加我
市夜经济的文化元素。一方面提
高文化与餐饮、购物、休闲等的关
联度，实现功能互补、互促共赢；另

一方面构建夜文化和节庆文化双
轮驱动型文化经济发展模式。

着力开发节庆文化消费项
目，让市民长假期间在餐桌、麻将
桌之外有处可去、有事可做、有乐
可寻。积极创排一些具有我市地
方本土特色的演艺精品，打造我
市夜文化演艺品牌。以街道、社
区为单位，广泛开展舞蹈、曲艺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让我市夜经济、
夜文化真正动起来、活起来。

给夜经济注入地方文化特
色。开放黄河历史文化、商都历
史文化等一批我市极具历史文
化价值景点的夜间旅游项目，并
带动沿线餐饮、购物，将夜旅游
与夜餐饮、夜购物、夜文化结合，
同繁荣、共发展。

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
持续下降，净增加人口逐年减
少，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量仅
46万人，预计未来几年内将出现
负增长。面对人口危机，提高生
育率已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问
题，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
台增加人口的生育政策，全面放
开二胎生育，鼓励生育三胎等。

市政协委员陈秋生认为，解

决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首先要
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发展
经济，提高他们可期望的收入，
合理配置教育和医疗资源，稳定
房价。而医疗机构的辅助生育
技术也能为那一部分有生育意
愿但有生理疾病造成生育困难
的适龄人群提供帮助，以满足他
们的生育意愿。

今年 2月，北京市医保局等

相关政府机构批准将 16项具有
明确效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
医保，这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
响。为此陈秋生建议，我市应学
习北京经验，进一步筛选现有的
辅助生育技术项目，结合我市经
济发展水平、生育困难人群中具
体病因分布情况，将部分有明确
医疗效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
我市医保支付范围。

4月中旬，郑州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18.3万辆，郑
州每月新增新能源汽车近 8000
辆，新能源车对于充电桩的需求
大大增加，同时也面临着安装充
电桩难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市政协委员王世洪介绍，国
家电网供电安装流程是车主通过
国家电网平台申请办理，申请前

需在物业处开具同意证明。但是
有些物业公司认为安装充电桩是
供电公司的业务，不愿意盖章，这
已成为新能源车推广的阻碍。

王世洪建议，规划引领，专班
推进。开展我市“十四五”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编制，科学合理
确定发展目标，科学布局充换电
基础设施，加强与城乡建设规划、

电网规划及物业管理、城市停车
管理等的统筹协调。明晰职责，
排查改造。住房保障、消防救援、
市电力公司根据不同小区情况，
科学确定小区充电桩安装后续消
防安全责任。加强监管，政策跟
进。研究建立奖补政策，评比存
量小区充电桩推广示范小区，有
效解决充电桩安装难问题。

技术创新 推动新经济高质量发展

鼓励生育 将部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

专班推进 打通新能源车充电“最后一公里”

提档升级 让夜经济动起来活起来


